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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论文聚焦于“双减”政策背景下初中物理作业的优化设计。阐述政策要求，剖析现存问题，详细论述

优化设计原则与策略，并通过实例展示实施过程与效果评估，旨在为初中物理教学提供有益参考，以实

现减轻学生负担、提升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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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optimization design of middle school physics homework under the back-
ground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Elaborate on policy requirements, analyze existing problems, 
elaborate on optimization design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and demonstrate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through examples, aiming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for 
middle school physics teaching,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reducing student burden, improving 
teaching quality, and promot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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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双减”政策对义务教育阶段的作业和校外培训提出了明确要求，旨在缓解学生学业压力，促进其身心健

康与全面发展。初中物理作为基础学科，其作业优化设计对于落实政策、提升教育品质具有关键意义。合理的

作业设计能够助力学生巩固知识、提升技能、培养创新与实践能力，为终身学习奠定基础。从教育心理学角度

来看，根据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作业设计应着眼于学生的现有水平与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通过

适当的作业引导学生跨越最近发展区，实现能力的提升[1]。同时，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学习的主动性与情境

性，这也为作业优化设计提供了理论支撑，即作业应创设丰富的情境，激发学生主动构建知识的热情[2]。 

2. “双减”政策解读及其对初中物理作业的要求 

2.1. 政策内涵与目标 

“双减”政策旨在减少学生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过重作业负担，同时严格规范校外培训行为。其核

心目标是引导教育回归本质，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养适应未来社会需求的创新型人才。这一

政策的出台是基于对学生全面发展需求的考量，过度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压力可能导致学生身心健康问

题，如近视、焦虑等，也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教育是培养社会成员的重要途

径，“双减”政策有助于构建更加公平、健康的教育生态环境，使教育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分配[3]。 

2.2. 作业量限制 

依当前政策要求，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受限，物理作业需与其他学科协同规划，保障学生休

息、锻炼与兴趣拓展时间。医学上脑科学研究表明，长时间高强度学习致大脑疲劳，影响效率，故控制

作业量利于维持良好学习状态。 

2.3. 作业质的提升 

作业应从知识巩固转向能力与素养培育，注重科学思维、实验探究及与生活实际联系，使学生深入

理解物理内涵，提升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契合多元智能理论对学生多元智能发展的期望。 

3. 初中物理作业现存问题剖析 

3.1. 作业形式单一化 

多数作业局限于书面习题，如教材课后练习、辅导资料试题等。这种单一形式忽视了物理学科的实践

性与趣味性，限制了学生多种感官参与学习。从认知心理学角度看，单一的信息输入方式不利于知识的长

期记忆与深度理解。学生在这种作业模式下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难以激发主动探究的热情，不

利于创新思维的培养。例如，传统书面作业难以让学生直观地感受物理实验中的现象变化，无法充分调

动学生的好奇心与探索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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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难度失衡 

部分教师对学生个体差异把握不足，作业难度缺乏梯度。简单作业无法满足学优生需求，复杂作业

则使学困生却步，加剧两极分化。教育测量学理论上讲，合理难度分布应覆盖不同能力学生，使其在作

业中获得适当挑战与成就感，避免因难度不当降低学习动机或无法挖掘学生的潜能。 

3.3. 缺乏个性 

统一作业模式未顾及学生学习能力、兴趣偏好与认知风格差异。学生个体差异理论表明，每个学生

学习方式独特，如视觉型学习者对图像敏感，听觉型学习者擅长听讲，统一作业难以满足多样化需求，

限制学生个性化成长。 

3.4. 脱离生活 

多数作业侧重理论记忆与运算，与日常生活经验及实际情境脱节。情境学习理论强调知识基于社会

情境，脱离生活的作业使学生难以体会物理知识实用性，阻碍知识迁移与应用，致学习动力不足，对物

理学科实用性认识浅薄。 

4. 初中物理作业优化设计的原则确立 

4.1. 科学性原则 

作业设计应严格依据物理课程标准，确保知识准确、逻辑严谨。内容编排遵循学生认知规律，由浅

入深、由易到难，逐步构建知识体系，培养学生科学思维与探究方法。基于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学

生的认知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从感知运动阶段到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再到形式运算阶段。初

中学生大多处于具体运算阶段向形式运算阶段过渡时期，作业设计应符合这一阶段的认知特点，先从具

体的物理现象和实例入手，逐步引导学生进行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5]。 

4.2. 多样性 

突破书面作业局限，融合实验操作、探究报告、小组项目、社会实践调查等形式。加德纳提出人的

智能是多种的，包括语言智能、数学逻辑智能、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音乐智能、人际智能、内省智

能和自然观察智能八种智能的理论为初中物理作业设计开辟了新方向。 
具体到每一位学生，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每个学生的智能与兴趣是有差别的，学科融合作

业则可以取长补短，多个科目共同作用于同一道题目，全方位培养学生的智能。此外，信息技术等包括

但不限于人工智能手段为学生提供可视化学习模式。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表明，多样化作业可满足不同

学习风格学生需求，激发兴趣，促进多元智能发展。如实验操作助于发展身体–运动与逻辑–数学智能，

小组项目可提升人际与语言智能。 

4.3. 分层性 

依学生学业水平与学习能力分基础层、提高层和拓展层，为各层设计适配作业，实现因材施教。此

原则与孔子“因材施教”理念及维果茨基最近发展区理论相符，通过评估学生现有水平，设定略高于其

水平的作业任务，激发学习潜力，帮助学生突破最近发展区。 

4.4. 趣味性 

结合生活趣事、趣味实验与科技前沿设计作业，如以物理原理解释魔术现象。动机理论认为，兴趣

是重要内在学习动机，富有趣味的作业可吸引学生主动投入，使学生提升学习自主性与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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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开放性 

作业预留开放空间，如设答案不唯一问题情境或让学生自主设计实验方案。布鲁纳发现学习理论曾

经提出，开放性环境利于学生探索发现知识，培养创新与批判性思维，提升学生的独立思考与解决复杂

问题能力。 

5. 初中物理作业优化设计的策略探讨 

5.1. 丰富作业类型，激发学习兴趣 

1. 实验作业 
设计具有探究性的实验作业，如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学生通过自主设计实验步骤、调整物距与像

距、观察记录成像特点，深入理解光的折射原理，提升动手实践与观察分析能力。教师提供实验器材清

单与安全注意事项，引导学生在实验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科学探究理论出发，实验探究是学生获

取知识、培养科学素养的重要途径。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通过亲身体验和操作，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物

理概念和规律，同时锻炼实验技能和科学思维[6]。 
再比如探究“阿基米德原理”的实验作业。教师提供弹簧测力计、不同密度的液体(如水、盐水、酒

精等)、金属块等器材。学生首先测量金属块在空气中的重力，然后将金属块缓慢浸入不同液体中，观察

弹簧测力计示数的变化，并记录此时液体的密度和金属块排开液体的体积。通过多次实验，学生分析数

据得出阿基米德原理：浸在液体中的物体受到向上的浮力，浮力的大小等于物体排开液体所受的重力。

在这个实验过程中，学生不仅能深刻理解浮力的本质，还能学会如何精确测量物理量、处理实验数据以

及应对实验中的误差和异常情况[7]。 
2. 探究性作业 
以物理现象或问题为切入点，布置探究性作业。如探究影响摩擦力大小的因素，学生需提出假设、

设计实验、收集数据并分析得出结论。教师可提供相关资料与研究方法指导，培养学生科学探究精神与

自主学习能力。依据探究式学习理论，学生在探究过程中主动构建知识，这种方式获得的知识更加牢固

且易于迁移。例如，在探究影响摩擦力大小的因素时，学生可能提出摩擦力与接触面粗糙程度、压力大

小、物体运动速度等因素有关的假设，然后通过设计对比实验，分别改变这些因素并测量摩擦力大小，

最后分析数据得出结论。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学会了如何提出问题、设计实验、分析数据等科学探究的

基本方法[8]。 
又如探究“声音的传播速度与介质的关系”。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声音在不同介质(如固体、液体、气

体)中的传播速度是否相同。学生自行设计实验方案，可能会利用长钢管、水、空气等作为不同介质，在

一端发出声音(如敲击或发声装置)，在另一端测量声音传播的时间，从而计算出声音在不同介质中的传播

速度。通过这个探究作业，学生深入理解了声音传播的特性以及介质对传播速度的影响，同时提高了自

主探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9]。 
3. 小组合作作业 
组织小组合作项目作业，如设计制作简易电动机。小组成员分工协作，涵盖电路设计、材料选择、组

装调试等环节。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指出，学习是在社会文化背景下人际协作建构意义的过程。小组合作中，

成员交流观点、解决问题，知识思维得以拓展深化。如设计制作简易太阳能风扇，成员共同研究太阳能电

池板与电动机原理，分工收集资料、设计电路、搭建机械结构与组装调试，解决太阳能电池板功率不足、

电动机转速不够等问题，培养学生团队合作与创新能力，同时掌握物理知识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 
4. 项目式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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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跨课时项目作业，如家庭用电安全评估与改进方案设计。学生调查家庭用电设备、电路布局与

用电习惯，分析安全隐患并提出改进措施。项目学习理论表明，此类作业以真实任务驱动，学生整合多

方面知识技能，提升综合素养与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又如设计绿色环保家庭照明系统项目，学生了解不同

照明光源知识后，评估家庭各房间照明需求，设计满足需求且节能环保的照明系统方案，包括灯具选择、

电路布局与能耗成本计算，综合运用多方面物理知识并考虑环保经济因素，提升综合应用与创新思维。 
5. 实践调查作业 
安排与生活紧密相连的实践调查作业，如调查本地太阳能利用现状。学生通过实地走访、问卷调查

与数据统计分析，了解应用领域、优势不足并提推广建议，提升社会实践与环保意识。陶行知生活教育

理论提出过，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实践调查作业使学生走出课堂，在真实情境中学习应用物理知

识，增强社会责任感。如调查城市公共交通中物理知识应用与节能情况，学生分组研究公交车、地铁等

交通工具启动、加速、制动力学原理，动力系统能量转换与交通设施物理知识应用与节能措施，经实地

观察、数据收集分析，提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与优化物理设计建议，如合理设计车辆外形减空气阻力、

改进制动能量回收系统等，将物理知识与社会实际紧密结合，培养社会观察力与责任感。 

5.2. 合理控制作业难度，满足学生需求 

1. 作业难度分层设计 
将作业分为基础、提高、拓展三个难度层级。基础作业注重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训练，如简单的物

理概念辨析、公式计算等，全体学生必做；提高作业在基础上适当增加难度，考查知识的综合应用与简

单分析推理能力，大部分学生应能完成；拓展作业针对学有余力的学生，涉及复杂问题解决、实验创新

设计等，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与创新能力。根据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将学习目标分为认知领域、

情感领域和动作技能领域，其中认知领域又分为记忆、理解、应用、分析、综合、评价等层次。基础作业

主要对应记忆和理解层次，提高作业侧重于应用和分析层次，拓展作业则着重于综合和评价层次，这样

的分层设计能够使作业与学生的不同学习水平相匹配，促进学生在各自的层次上逐步提升[10]。 
例如在“牛顿第二定律”的作业设计中，基础作业可以是给定物体的质量和所受合力，计算物体的

加速度，这主要考查学生对公式 F = ma 的记忆和简单应用能力。提高作业可以是给出一个物体在斜面上

的运动情境，已知斜面的倾角、物体与斜面间的摩擦力系数以及物体所受的某个外力，要求学生分析物

体的运动状态并计算加速度，这需要学生综合运用牛顿第二定律以及力的分解知识，进行一定的分析推

理。拓展作业则可以是让学生设计一个实验，利用给定的器材(如小车、打点计时器、不同质量的砝码等)
验证牛顿第二定律，并对实验可能产生的误差进行分析和改进，这要求学生具备较高的综合应用能力、

实验设计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够对实验结果进行深入的评价和反思[10]。 
2. 个性化调整 
教师依课堂表现、作业完成与测试成绩等评估学生，建学习档案，据此提供个性化作业难度调整建

议，允许学生依自身情况在一定范围选作业难度层级，实现作业与能力精准匹配。个性化学习理论认为，

每个学生学习轨迹与速度独特。通过档案，教师全面了解所有学生，提供个性化支持。如某学生电学知

识学习中，电路连接与简单欧姆定律应用掌握较好，但复杂电路分析困难，教师可推荐难度适中提高作

业，助其巩固提升。 

6. 实例分析与效果评估 

以某初中班级为例，实施上述作业优化设计策略一学期后，学生对物理作业兴趣显著提高，多数表

示喜欢多样化作业形式，普遍认为作业与生活联系紧密，更能理解物理知识实用性。学业成绩方面，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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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整体平均分提升，优等生在拓展性作业锻炼下思维更活跃，成绩进一步提高；中等生在分层作业中逐

步提升能力，成绩稳步上升；学困生在基础巩固作业与教师个性化指导下，对物理知识理解加深，成绩

有所进步，两极分化现象得到一定缓解。并对学生进行问卷以具体化学生切身需求，问卷详见附录。 

7. 结论 

“双减”政策背景下初中物理作业优化设计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与实践价值。通过深入剖析当前作

业设计存在的问题，依据科学合理的原则制定丰富多样的优化策略，并结合具体实践案例展示实施过程

与效果评估，能够为初中物理教师提供系统全面的作业设计参考。优化后的作业设计有助于减轻学生作

业负担，激发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综合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初中物理教学质量，

推动物理教育教学改革向纵深发展。在未来的教育教学实践中，物理教师应持续关注政策变化与学生需

求，不断探索创新作业优化设计的方法与途径，为学生创造更加优质高效的物理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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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学生问卷 
 

亲爱的同学： 
 

你好！为了解同学们物理作业的完成情况，以便老师更好地调整教学和作业布置策略，提高大家的学习

效果，特进行此次问卷调查。问卷采用匿名形式，答案与个人成绩及操行评定等个人评价无关，根据实

际情况放心作答，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 
 

基本个人信息 
1. 你所在的年级是(   )  A. 初一    B. 初二    C. 初三 
2. 你的性别(   )    A. 男    B. 女 

 
物理学科兴趣 
1. 你对物理学科的感兴趣程度如何？(   ) 

A. 非常感兴趣，主动学习物理知识   B. 比较感兴趣，愿意花时间学习物理 
C. 一般，不讨厌也不太喜欢     D. 不太感兴趣，觉得物理有些枯燥 
E. 完全不感兴趣，对物理学习有抵触情绪 

2. 你对物理学科感兴趣的原因是什么？(   ) (可多选) 
A. 物理实验有趣    B. 生活中的物理现象很奇妙   C. 老师的教学方法生动 
D. 喜欢物理学科的逻辑思维  E. 对未来从事物理相关职业有期望 F. 其他(请注明) 

3. 你对物理学科不感兴趣的原因是什么？(   ) (可多选) 
A. 觉得物理太难理解   B. 课堂氛围枯燥     C. 作业压力大 
D. 对物理知识在生活中的应用缺乏了解       E. 其他(请注明) 

 
物理教师教学满意度 

 
1. 你对物理老师的教学态度是否满意？(   ) 

A. 非常满意，老师总是认真负责且充满热情 B. 比较满意，老师教学态度较好 
C. 一般，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D. 不太满意，老师有时态度不够积极 
E. 非常不满意，老师教学态度存在较大问题 

2. 你认为物理老师的教学方法是否适合你？(   ) 
A. 非常适合，能很好地帮助我理解知识  B. 比较适合，大部分情况下能跟上老师的节奏 
C. 一般，有些地方可以改进     D. 不太适合，感觉学习有些吃力 
E. 完全不适合，希望老师能大幅调整教学方法 

3. 物理老师在课堂上能否清晰地讲解知识点？(   ) 
A. 总是能讲解得非常清晰，一听就懂   B. 通常能讲清楚，偶尔有一些小的疑惑 
C. 一般，有些复杂知识点不太明白   D. 经常讲得不太清楚，需要自己课后花很多时间理解 
E. 几乎都讲不明白，学习很困难 

4. 物理老师对作业的批改和讲解是否认真及时？() 
A. 非常认真及时，对我帮助很大    B. 比较认真及时，基本能满足学习需求 
C. 一般，有时批改和讲解不够细致   D. 不太认真及时，经常拖延或讲解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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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从不认真对待，作业批改和讲解存在很大问题 
 

作业完成情况 
1. 你每天完成物理作业平均需要多长时间？(   ) 

A. 30 分钟以内  B. 30~60 分钟  C. 60~90 分钟  D. 90 分钟以上 
2. 你完成物理作业的困难程度如何？(   ) 

A. 非常容易   B. 比较容易  C. 一般   D. 比较困难  E. 非常困难 
3. 你是否能按时完成物理作业？(   ) 

A. 总是能   B. 经常能  C. 偶尔不能  D. 经常不能  E. 几乎不能 
4. 影响你按时完成物理作业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可多选) 

A. 作业量太多  B. 作业难度太大 C. 缺乏学习动力  D. 被其他学科作业占用时间 
E. 参加课外辅导班或兴趣班时间冲突  F. 其他(请注明) 

 
作业类型偏好 
1. 你最喜欢的物理作业类型是？(   ) (可多选) 

A. 书面练习题  B. 实验报告    C. 阅读物理科普书籍并写心得 
D. 制作物理模型  E. 小组合作探究作业  F. 其他(请注明) 

2. 你认为哪种作业类型对你学习物理帮助最大？(   ) (可多选) 
A. 书面练习题  B. 实验报告    C. 阅读物理科普书籍 
D. 制作物理模型  E. 小组合作探究作业  F. 其他(请注明) 

 
作业难度 
1. 你觉得目前物理作业的难度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 (可多选) 

A. 知识点理解困难 B. 题目综合性强     C. 计算过程复杂 
D. 实验设计与操作 E. 对实际生活中的物理现象分析  F. 其他(请注明) 

2. 对于较难的作业题目，你通常会？(   ) (可多选) 
A. 独立思考，反复尝试解答  B. 查阅教材、笔记等资料  C. 向同学请教 
D. 向老师请教    E. 放弃不做     F. 其他(请注明) 

 
作业反馈 
1. 老师批改作业后，你是否会认真查看错题并进行订正？(   ) 

A. 总是会 B. 经常会 C. 偶尔会 D. 很少会  E. 从不 
2. 通过完成物理作业，你觉得自己在哪些方面有收获？(   ) (可多选) 

A. 知识掌握更牢固  B. 解题能力提高   C. 思维能力提升 
D. 学习方法改进   E. 培养了自主学习能力  F. 其他(请注明)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71180

	“双减”政策背景下初中物理作业优化设计
	摘  要
	关键词
	Optimization Design of Junior High School Physics Homework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双减”政策解读及其对初中物理作业的要求
	2.1. 政策内涵与目标
	2.2. 作业量限制
	2.3. 作业质的提升

	3. 初中物理作业现存问题剖析
	3.1. 作业形式单一化
	3.2. 难度失衡
	3.3. 缺乏个性
	3.4. 脱离生活

	4. 初中物理作业优化设计的原则确立
	4.1. 科学性原则
	4.2. 多样性
	4.3. 分层性
	4.4. 趣味性
	4.5. 开放性

	5. 初中物理作业优化设计的策略探讨
	5.1. 丰富作业类型，激发学习兴趣
	5.2. 合理控制作业难度，满足学生需求

	6. 实例分析与效果评估
	7. 结论
	参考文献
	附录1. 学生问卷

